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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夏玉忠 梅永波 李璇）5月17日
上午9点25分，在中海银座布控区
域发现了游商经营问题，AI人工
智能视频采集系统自动报警，指挥
中心人员立即进行审核立案，同时
按网格划分区域进行任务派遣，9

点27分，网格队员到现场处理，9

点29分，流动商贩驶离现场，从信息
采集到案件处理完毕仅用了不到5

分钟时间，高效的城市管理系统，让
纷繁复杂的案件无所遁形。这是当
天，笔者在滨城区彭李街道智慧城
管“365”数字城管指挥中心看到的，
由AI智能分析管理系统与人工紧
密配合，实时处置城市管理案件的
完美过程，让人叹为观止。

前期，彭李街道基层城市管理
主要存在城管执法力量有限、发现
问题不及时；缺乏有效视频、影像

资料印证，案件取证认定难；许多
问题屡治屡犯、屡禁不止，治理成
本高等三大难题。鉴于此，彭李街
道结合全区开展的“学标杆、争一
流、上水平”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先后组织两批人员，到杭州市拱墅
区小河街道进行对标学习，重点学
习了城市管理先进经验，依托智慧
城管“ 3 6 5”智慧管理平台的建
设，于去年底建设完成彭李智慧城
市管理平台，并在辖区重点区域布
设了18路监控探头的基础上，在全
省街道层面首次引进了AI智能分
析系统。

通过视频AI实时采集技术，
自动判断包括游商经营、出店经
营、垃圾堆积、违规广告等11大类
常见问题，无需队员赶到现场，当
该事件达到采集要求时，后台会自
动发出报警，并能够全天24小时不

间断地自动采集事件信息，并及时
上传智能分析平台，进入处置流
程，大大降低了采集难度、执法成
本和执法人员数量。执法队员、包
居干部、信息采集员、网格员等线
下采集员安装“城管通”手机
APP，将巡查或工作中发现的城市
管理问题进行信息采集，利用手机
终端上报信息，大大提升单人采集
效率。线上线下的完美配合，让城
市管理安装了“智慧芯”。

多元化信息采集渠道和严谨的
案件处置流程提升了城市管理的品
质。市民可通过投诉热线、“幸福彭
李”微信二维码上传等方式提交案
件，彭李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及时
受理和登记，通过其他方式采集到
的案件信息也会及时上传到指挥中
心，工作人员及时立案，并按照辖区
进行任务派遣，辖区队员赶赴现场，

处置完毕后向指挥中心反馈案件信
息，居民回访满意后，结案归档。如
街道指挥中心不能办理或超越权限
即上传至区指挥中心，由区指挥中
心进行派工处理，区指挥中心认为
案件跨区域或重大复杂案件或超出
管理权限即上传至市指挥中心，形
成城市管理案件五级处置机制，实
现城市管理案件处置的系统化，在
彭李辖区构建起了城市管理“全民
参与、全员管理”的“大城管”格局。

渣土车的管理是城管任务中的
一大难题，运用“智慧眼、云共
治”AI智能化分析系统，通过在
建筑工地门口安装监控探头，就能
够对出入的渣土车进行是否密闭、
是否规定时间上路、是否冲洗等指
标进行全天候监控，一旦发现异
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并立刻安
排网格员前往查处，彻底实现对渣

土车高效的全面管理。但系统的强
大效能还远没有结束，现场针对违
法人员已进行视频证据保留，如果
同一对象出现多次违规，将依法对
其进行严肃处理，强大的威慑力让
极易反弹的违规案件数量降到最
低，进一步减少了辖区内未来的案
件数量。

数据显示，该平台通过半年多
的运行，共接受上传案件8899个，区
级平台派送案件1258个，上传至区
级平台案件256个，通过区级平台上
传市级平台127个，案件处置率达
100%，满意率99%，实现了城市管理
案件精准发现、快速处置、高效回
复。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容
监控探头点位数量，并逐步将市、区
安装的100多个监控探头接入联网，
实现智慧管理平台扩容升级，着力
打造‘智慧眼、云共治’城市管理品
牌，努力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智
能化、精准化、精细化。”彭李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云涛说。

彭李街道：引入AI智能系统，城市管理装上“智慧芯”

自今年3月，招远市推动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以来，夏甸镇围绕
“镇帮村办、以村为主”的发展思
路，通过前期座谈研讨、产业考
察，后续注册成立、核查规范、资
金奖补等措施，已帮扶带动19个村
发展起合作社。

夏甸镇青龙夼党建示范区位于
招远市的西南角，辖13个村，村民
1841户5258人。立足辖区地理位置
偏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与村发
展不均衡等实际，示范区科学设置
发展大网格，依托辖区果品批发市
场、集贸市场和青龙夼、大丁家、
小丁家三个村产业基础及共同承包
的果品冷风库等现有资源，引领青
龙夼和大丁家两个相对优势村，分

别与薄弱村小丁家抱团，土地交叉
流转，资源整合共用，强强联合、
以强带弱、同步谋划，各村党支部
都领办起了合作社，且都找到了适
合的发展产业。

“示范区专门设立了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办公室，安排专职人员靠
上协调服务，定期召开例会和村支
书座谈会研究推进，终于蹚出了因
地制宜的发展路子。”夏甸镇党委
副书记冯鹏介绍。

其中，青龙夼村注册成立“招
远市青龙夼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资金16万元，村集体出
资10万元，占股62 . 5%，个人出资6

万元，占股37 . 5%；大丁家村注册
成立“招远市柴和岭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注册资金150万元，村
集体出资135万元，占股90%，个人
出资15万元，占股10%；小丁家村
注册成立“招远市小丁家种植专业
合作社”，注册资金10万元，村集
体出资9 . 9万元，占股99%，个人出
资0 . 1万元，占股1%。

大丁家村与小丁家村抱团，共
同外出考察、学习，确定发展晚熟
桃产业。大丁家村领办的合作社流
转大丁家、青龙夼、小丁家三个村
的土地共150余亩，带领村民开挖
两个大型蓄水池，安装了喷灌设
备，于4月份全部栽种上桃树苗。
鉴于晚熟桃苗生长期长，第一年可
在基地套种花生，实现合作社当年
见收益。小丁家村流转土地60亩，

与大丁家村同步栽种桃苗。预计，
盛果期桃产量超1万斤/亩，经济收
入约5万元/亩。

“两个村合作社计划一起将桃
子进行商标注册，通过电商、采
摘、订单生产等方式进行统一包装
和销售，实现农产品品牌化经
营。”大丁家村党支部书记孙庆国
告诉记者。

经过前期市场调研，结合各自
实际，青龙夼村也与小丁家村抱
团，联合示范区外的山榛沟村，共
同发展地瓜种植，且共同与莱州市
专营粉丝生产的山前河农民专业合
作社签订农产品供销合同，走订单
农业之路。山前河合作社提供“烟
薯5号”地瓜秧苗，青龙夼、小丁

家、山榛沟三个村负责种植，产出
地瓜后，山前河合作社全部收购，
打造粉丝原料地瓜基地。

目前，青龙夼村合作社流转土
地230亩，其中，72亩是流转的大
丁家村的连片土地，已栽种“烟薯
5号”地瓜100亩；小丁家村在60亩
桃子地套种上“烟薯5号”地瓜。
预计地瓜今年可出产5000斤/亩，
纯收益2000元/亩。

“示范区将统筹协调区内现
有的农田水利设施、果品批发市
场、集贸市场和三村共同承包的
果品冷风库等资源，争取让合作
社 都 办 起 来 ， 也 都 同 步 发 展
好。”青龙夼党建示范区党委书
记刘建翠说。

土地交叉流转，强村帮带弱村

夏甸镇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新模式
农村大众报记者 任治安 通讯员 原立波 李建 王璟铧

农村大众报邹城讯 （通讯员
孟令浩 葛新）近年来，邹城市积极
推进农科驿站建设，有效打通科技
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有力的产业和人才支撑。

结合产业实际，邹城选取有一
定种植养殖产业基础的重点村，探
索依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科

研机构、种植养殖大户等建站。农
科驿站统一设立专家工作室、科普
培训室等，配套完善工作生活设
施。截至目前，全市共建设农科驿
站16家，基本实现生态农业镇全覆
盖。

市科技、农业、林业等部门积
极与市内外农技专家联系，聘请其

担任农科驿站驻站专家。除设立专
项资金为专家发放薪酬外，按照
“一站一专家一示范基地”的思
路，每个驿站为驻站专家至少建设
一处示范基地，并探索市场化运营
机制，采取减免租金、利润分成、
有偿技术服务等形式，让驻站专家
经济上得实惠、事业上有成就。积

极发挥驻站专家技术优势，采取举
办培训班、手把手传授等方式，帮
助农户解决技术难题，加强新技术
推广和实用人才培养。其中，从蒙
阴县引进的农艺师孙云政，每月在
葛炉山农科驿站工作生活24天以
上，两年来举办培训15期，培养林
果管理技术人才30名。

另外，由农科驿站所在村党组
织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采用“公
司+示范基地+合作社+农户”模
式，加强新技术、新品种的培育推
广，实现村民致富、村集体增收、
农科驿站受益等多赢效果。

农村大众报莱西讯 （通讯
员侯义凤 高一萍）5月30日-31

日，为接洽文旅合作，共同开发
推介莱夷古乐，青岛市文化和旅
游局及专家团队到莱西参加莱夷
古乐音乐会及座谈会，千年前莱
夷古乐再度奏响。

据悉，莱夷古乐，亦称莱
乐，是上古至夏商周时期居住在
山东半岛地区原居民莱夷民族的
原始乐舞，是中国最古老的音乐
体系之一。在中国古典史籍《史
记》《竹书纪年》中均有记载，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沉浮中始终
葆有它独特、绚丽的色彩，是最
灿烂的古文化遗产。

为挖掘整理莱夷古乐，2012

年，华夷古韵文化传播公司在莱
西市政府及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正式启动莱夷古乐（莱乐）
的挖掘整理工作。团队依据有关
史料、传说和当地考古发现，遍
寻山东半岛几乎所有城市、乡
村。七年的沉积潜行，终于研制
复原“陶鼓”“羊角陶号”“錞
于”“瑟”等古音乐演奏的乐
器，正式组建莱夷古乐社。

日前，在著名民乐教育家马
宏川老师的指导下，由郭亮、李
海威、许兵等人参与整理创编的
首部古乐作品《莱兮》完成，
《莱夷鸿蒙》《姑尤神韵》《莱
融华夏》《惠风和畅》四个乐章
气势磅礴，演绎了胶东地区醇厚
礼让、包容大气的淳朴民风。

图①：6月2日，两名小游客
在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酱油公社

传统酿造体验区“劳作”。
图②：6月2日，游客在山亭

区水泉镇供销社展览馆游览。
近年来，枣庄市山亭区水泉

镇发挥辖区历史文化遗存资源丰
富的优势，全力打造传统酿造、供
销文化、传统农耕等文旅融合特色
乡村旅游目的地，留住乡村记忆，
助力乡村振兴。 （刘明祥 摄）

文旅融合留住乡村记忆

邹城建设16家农科驿站
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和人才支撑

千年古莱乐

在莱西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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